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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州花都区对贵州毕节市织金、黔西两县实施就业帮扶——

“ 在 家 门 口 做 工 真 好 ”
本报记者 庞彩霞

《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

见》提出十大精准帮扶

举措，“全力推进就业

扶贫”占据重要位置。

就 业 扶 贫 ，听 起 来 简

单，但需要深刻理解。

有观点认为，就业扶贫

不就是为贫困户找个

工作吗？这种想法显

然有失于肤浅。

一般的工作安置，

貌似实现了贫困群众

“有工作可做”的目标，

却潜藏着隐患。就业者

未具备赖以生存的一技

之长，仅获“鱼”之馈赠，

未得“渔”之授予。如此

一来，惰性容易滋生。

真正的就业扶贫，需为

贫困群众提供相关技能

培训，针对个人特点传

授相应技术，令其学以

致用，有擅长之“道”。

譬如，有的村庄开展技

能培训班，教授如何制

作糕点、如何摆盘、插花

等；还有的地区传授油

橄榄种植、脐橙种植、十

字绣技术等。只有类似

满足供需规律的就业扶

贫之道，才能激发出群

众的脱贫内在动力，使

贫困群众真正获益。

就业措施对了路，

接下来应考虑精准度问题，保证“靶向”准确性。由

于先天自然条件不足，有些地区存在贫困劳动力语

言沟通能力不够、交通便利性差等不利因素。相关

服务部门应对症下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补足短

板。例如，通过加强普通话培训力度，有意识地使贫

困群众具备基本普通话交流能力，提升沟通水平，减

少沟通成本，实现贫困地区语言环境优化和升级。

就业扶贫精准度，还体现在技能培训保质保量

方面。质，指因“材”施教；量，指拓宽技能渠道。其

实，每一位需要扶贫的人，都具备内在就业潜力。他

们当中，或许有人天生擅长种橄榄，或许有人喜欢做

糕点，或许有人心灵手巧，十字绣技术一教就会。在

赋予他们这些技能时，培训者应准确“识人”，正确

“用人”，针对不同对象，相应教授不同技术，避免技

能浪费，同时也要推动技能渠道多元化，在符合地域

特色和产业结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开发新技能培

训项目，譬如治安协管、留守儿童看护等岗位，使得

每一位贫困人口都能找到最适合的职业。

解决好精准度问题，才能使就业扶贫不成为“形

象工程”“面子工程”。原因在于，精准度的有效实

现，必然需要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真抓实干并长期追

踪，密切观察市场形势，推进就业扶贫反馈机制有效

形成。毕竟，就业扶贫并非单纯行善，而应通过市场

引导的“培训—择业”内在逻辑，实现真正扶贫。

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推进就

业扶贫绝非朝夕，需精准布局，长远谋划，有条不紊

地扎实前行。只有掌握了就业之“术”，才能完善扶

贫之“道”。“道”与“术”相合后，从就业层面出发，步

步推进，精准把脉，让贫困群众通过实实在在的就

业，扶贫“扶”得一劳永逸，择业择得持久有效。

本报讯 记者石晶报道：近日，青海省100兆瓦
集中式光伏扶贫电站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光伏
发电园区正式并网投产运行。该项目是青海省最大
的集中式光伏扶贫项目，投产后可带动贫困户3333
户，按每户收益 3000元的标准分配，由贫困村以集
体经济形式统筹使用。

据介绍，该项目年发电量约 1.6亿千瓦时，年总
收入将达 1.2 亿元，净利润约为 4000 万元，政府投
资收益每年在2500万元左右。资金使用上，每年省
级财政将上缴资金列入年度预算后，按照相关规定
返还省扶贫局，由省扶贫局提出年度实施计划，统筹
用于全省脱贫攻坚工作，持续扶持20年。

青海100兆瓦光伏扶贫项目投产

年总收入将达1.2亿元

9 月上旬，记者走进贵州毕节市织金
县，感受到一派火热的气息，在以那镇五星
村的“扶贫大棚”里，村民们正在采摘瓜菜。

“现在不用跑到外地去打工了，每天能
有 120 元至 140 元的收入。”41 岁的贫困
户刘敏高兴地说，如今，村里建起了“扶贫
大棚”，既有务工收入，年底还能分红，在家
门口做工就能养活一家人。

记者看到，一个个大棚里，瓜菜长势喜
人。每个大棚上都有详细的贫困户信息说
明和蔬菜种植明细。企业负责人曾爱生介
绍，用工旺季时可用300多名村民，平时也
有100名左右。企业对务工村民开展技术
培训，就整枝、打叶、采摘等技术进行专门
指导。

织金县位于贵州毕节市南部，地处乌
江上游支流六冲河与三岔河交汇处的三角
地带。长期以来，喀斯特地貌制约着农村
生产生活发展。

发展产业无疑是织金县加快脱贫进程
的有力抓手。近年来，广东广州市花都区
对口帮扶织金县，积极引入广州优质企业，
经营“扶贫大棚”和订单农业，使贫困户逐
渐走上守土就业、全家脱贫的新路。

织金县委常委、副县长、花都区派驻黔西

对口帮扶工作队队长祝武峰介绍，他们引入
广州耀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织金县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采取“公司+村集体合作
社+贫困户”模式，重点以强化产业和就业扶
贫力度为主，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带动农民持
续增收。其中以那镇五星村529个大棚覆盖
贫困户529户1855人，按照1800元/年、务
工100元/天的标准，让贫困户每年能有1.5

万元的保底收益。种植的订单农业南瓜共
10890亩，总产量6534万斤，涵盖22个乡镇，
覆盖贫困户2615户、非贫困户4337户。南
瓜主要销往广州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将以每
斤0.35元的保底价收购，市场行情好可卖到
1元左右，每亩预计产量在6000至8000斤。

事实上，在东西部对口帮扶过程中，引
进优质企业到织金、黔西两地投资，解决当

地农民就业，促使贫困户尽早脱贫，还体现
在二三产业中。

据介绍，2017年黔西县政府与广东色
妆学院联合成立了“筑梦·启航”精准扶贫
项目，在黔西开展化妆、美容、美发、美甲等
就业技能培训。县域内建档立卡的贫困学
子均可报名参加这个“全免费培训+包就
业”的项目。两期培训下来，目前，已有近
百名学员走上了就业创业之路，何元英就
是其中的佼佼者。“感谢色妆学院给我这个
平台，我将积极反哺母校，帮助更多贫穷孩
子走上靠手艺吃饭的自立之路。”黔西色妆
靓鹃培训学校校长何元英告诉记者，她曾
是黔西的一名贫困孩子，16岁辍学外出打
工。后来，她加入了“筑梦·启航”色妆培训
班，因学习优异而留校任教，她被色妆教育
集团选定为合股者，在黔西县开设分校并
担任校长一职。

贵州健群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厚街一
家企业设立的分厂，目前有近 200 名当地
工人，主要承接东莞工厂转移过来的缝制
鞋面环节。

30多岁的张梅是这个厂的工人，过去
也是贫困户。“现在在家门口就业，一个月
有2000多元的收入，真好。”张梅说。

山西省大同市广灵县发挥妇女在脱贫攻坚中的

积极作用，大力发展“居家经济”，不少贫困妇女通过

编织手工产品、从事家政服务等走上脱贫路。图为

斗泉乡“巧娘宫”手工编织合作社的妇女在编织工艺

品。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巧娘”就业谋增收

以企业管理的思维扶贫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驻村扶贫侧记

本报记者 刘 麟 证券日报记者 何文英

图为脱贫后的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花竹村绿意盎然。 本报记者 刘 麟摄

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花

竹村是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的扶贫点。根据扶贫事

项纷繁琐碎的特点，扶贫工

作队运用企业管理思维，将

扶贫工作作为项目管理，通

过可行性分析，将复杂的事

情简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

化，流程化的事情定量化，定

量化的事情信息化，为各项

扶贫措施的高效率落地提供

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扶贫

效果立竿见影。今年 1 月

份，花竹村成功脱贫出列

花竹村坐落在湖南省新邵县寸石镇，
有18个村民小组，433户1435人。花竹村
是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的扶贫点，扶
贫队员由国网邵阳供电公司派驻。走进
花竹村，只见水泥硬化路四通八达，太阳
能路灯错落有致，两至四层的小洋楼散落
于山野之间，山花绿树傍道而立，好一幅
美丽乡村的风光。

若非从村民口中听说3年前花竹村的
贫瘠旧貌，记者很难从眼前的村落美景中
找寻到过去贫困村的一丝影子。

打通扶贫动脉

“花竹村以前的基础设施非常落后，
全是泥巴路；因电压不稳，盖房子吊砖只
能到二层；夜里一片漆黑……”花竹村村
民杨朝辉说。

2015 年 4 月 8 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扶贫工作队进驻花竹村。

村民刘光明对扶贫队刚来考察时的
情形记忆犹新。“扶贫队员跟我们一起爬
山钻洞，身上被刺条划了好多道口子。”

根据实地考察情况，国网湖南省电力
公司扶贫队将夯实基础设施、打通扶贫

“大动脉”作为首要任务。在交通设施方
面，通过扶贫专项资金建设 2.2 公里的花
潭公路，完成村镇互通；完成各组组道毛
路修整；完成村级道路拓宽；完成花山片
8.5 公里组道、户道硬化建设，全面改变花
山片道路崎岖、交通不便情况。在基础电
力方面，高标准完成对花山片区电网改
造，新增台区5个，安装太阳能路灯照亮全
村道路。在安全饮水方面，因地制宜在村
小组水源点修建蓄水池共计14座，配套大
小各级给水管，解决全村喝水难问题。通
过以奖代补方式发动全村整修山塘25座，
解决村产业、农田灌溉、防火等用水问

题。在住房改善方面，工作队出资租赁房
屋，解决2户危房五保户安居问题，并协调
相关部门筹集资金进行危房改造，已实现
危房改造39户。

扶贫与扶志并行

打通致富增收之路后，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通过发展村特色产业“扶志”，
再通过技术培训“扶智”。

寸石镇党委负责人介绍，为调动贫困
户参与产业项目开发的积极性，扶贫队首
先实施了一批短期见效的产业养殖项目，
发展扶贫户20户建设猪舍羊舍，引进猪仔
羊羔，实现户均增收近1万元。

为进一步开发中长期持续发展的产
业项目，扶贫队从光伏发电、油茶基地、红
心柚基地等项目着手，打造产业扶贫多元
化结构，彻底杜绝脱贫后再返贫的现象。
目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在花竹村
已建成第一期60千瓦光伏电站，该项目于
2016年12月上网，村集体每年可有6万元
以上的收入。

在花竹村半山腰的平地上，一排排银
色的光伏发电板熠熠生辉。据村干部介
绍，二期 150 千瓦光伏发电板已经建成投
产,每年将为村里增收20余万元。

同时，扶贫队还大力做好“山林文
章”，通过实施“庭院经济”模式，开发具有
市场前景的平和红肉蜜柚项目，种植80亩
5000株平和红肉蜜柚，预计3年后年产值
将可达300万元，届时，将按照村集体和贫
困户各50%的权益进行分配。

2017 年，扶贫队又培育油茶树苗 5万
株，栽种成活后分发给贫困户，成为贫困
户的又一收入保障。

比起一味大包大揽，扶贫队在产业帮
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经验技巧的分享和

传递。为提升花竹村的造血功能，扶贫队
先后举办了 25 期养殖、种植技术培训班，
邀请林业、农业等专家现场授课。组织村
干部和村民代表 143 人次赴外地考察学
习，借鉴先进管理经验和农业技术，村民
致富技能得到显著提升。扶贫队还为贫
困户送化肥、送农药、送技术，定期邀请农
科专家针对柚子树和樱花树的土壤、树梢
挂果、施肥、除虫除菌等问题进行现场指
导，确保种植成效。

在扶贫队的产业帮扶下，花竹村外出
务工人员纷纷返乡创业，发展种植养殖
产业。

企业管理见效快

据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驻花竹
村扶贫队队长、国网邵阳供电公司信通
公司党支部书记谢历冰介绍，3年来，扶
贫队投入协调、筹集、募捐资金共计约
2500万元，贫困户由入村时的65户下降
至目前的5户，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至
0.9%，人均收入由当初的2000元提高到
5000元。

“刚进村扶贫时，我们也是一筹莫
展，扶贫事项纷繁琐碎，没有科学的扶
贫管理体系，只会事倍功半。最终我们
决定以企业管理的思维来扶贫，将扶贫
作为项目管理，对其进行可行性分析，
再具体落实。这样一来，复杂的事情简
单化，简单的事情流程化，流程化的事
情定量化，定量化的事情信息化，为各
项扶贫措施的高效率落地提供了系统化
的解决方案。”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在花竹村党支部办公楼里，一张花竹
村贫困户分布图十分醒目。上面不仅标
注着花竹村的地理位置图，还标注了各个

组贫困户的居住位置和贫困情况。
谢历冰介绍，扶贫队采取召开座谈

会、上门走访、邀请专家现场把脉等方式，
对全村村民的实际状况进行全面摸底并
记录存档。工作队共清理四类人员6户19
人，采集整理 1.4万余条村民村情信息，拍
摄 8000 余张现场图片，并绘制出花竹村
资源地图。

这张地图对于谢历冰来说已烂熟于
心，贫困户住哪儿、家庭条件如何、贫困原
因是啥……他都了如指掌。“全面摸底为
下一步因户施策开展扶贫工作提供了坚
实基础。”谢历冰说。

以刘光焰夫妇为例，他们曾是花竹村
的贫困户，住的是农村D级危房，但夫妇俩
勤劳肯干。扶贫队了解情况后，为刘光焰
夫妇提供了扶贫项目的劳务工作，并通过
传授种植养殖技术助其脱贫。

为了规范村级扶贫项目资金管理，扶
贫队还制定了《村扶贫项目报账管理办
法》《村扶贫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最大
限度地发挥扶贫资金使用效益，严格落实
专款专用。

通过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科学
系统的扶贫管理体制设计，加上扶贫队扎
实稳健的工作作风，花竹村的扶贫效果立
竿见影。今年 1 月份，由邵阳市扶贫办牵
头的脱贫攻坚复核验收组完成对新邵县
花竹村脱贫攻坚工作的复核验收：国网湖
南电力驻村帮扶点——花竹村成功脱贫
出列。

据介绍，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共
承担了 112 个贫困村的驻点帮扶，公司组
建了 112 支扶贫工作队，选派 245 名驻村
扶贫队员参加驻村扶贫工作。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共投入产业扶持资金 1912.6万
元，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1.12亿元。目
前，已有 16 个驻点帮扶村脱贫出列，完成
精准脱贫5561户共1.97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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